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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年来北戴河岸线变化监测与对策研究


梁超，黄磊，邹亚荣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采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的遥感卫星数据，基于遥感与ＧＩＳ技术，开展了北戴河海域的海岸线遥

感监测，对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１３年４年的监测结果进行了对比，从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岸

线长度变化不大，在２０１３年为最长，２０１２年北戴河及领近海域进行了岸滩环境整治，通过对

２０１２年与２０１３年的遥感影像分析，有效地保护了沙滩以及河口，河口宽度变化不大，但港口码

头建设面积稍有增加。在此基础上，针对北戴河岸线的保护、利用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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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北戴河是我国重要的滨海旅游区域，旅游业

已成为北戴河的支撑产业，近年来，旅游业发展

迅猛，作为滨海旅游的重要依托岸线与沙滩，对

其的保护与利用显得尤为重要。以常规的人工

方法进行岸线等监测，费时并且效率不高。随着

遥感卫星的应用，尤其是高分卫星数据，能够长

时间、快速地对岸线进行监测，提供较为全面的

岸线信息，可为岸线管理保护提供有效的信息

保障。

２　数据与方法

北戴河海滨地处河北省秦皇岛市中心的西

部，曲折平坦的沙质海滩，沙软潮平，背靠树木葱

郁的联峰山，自然环境优美。北戴河与北京，天

津，秦皇岛，兴城，葫芦岛构成一条黄金旅游带，

而北戴河处于旅游带的节点。北戴河海滨避暑

区，西起戴河口，东至鹰角亭。北戴河海滩沙质

比较好，坡度也比较平缓，景色宜人是一个优良

的天然海水浴场。

２１　数据

本研究收集了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５年 ＴＭ 数据

４景，ＳＰＯＴ５数据２景，高分１号数据１景，

ＰＬＥＩＤＥＳ４景，资源三号６景（表１）。

２２　建立解译标志

解译标志指遥感图像上能具体反映和判别

地物或现象的影像特征。信息解译人员可以根

据图像的形状、大小、色调或颜色、阴影、位置、结

构、纹理和图像的组合等解译要素，结合图像的

种类、成像时间、季节、分辨率、地理区域等进行

解译分析［１］。

（１）基岩岸线。其特征是：伸出的海岬和深

入陆地的海湾；水边线不规则，多锯齿；海岸色调

灰暗。

（２）砾石／砂质岸线。砂质海岸常分为一般

砂质海岸和具有陡崖的砂质海岸两类。一般砂

质海岸比较平直，海滩上部因大潮潮水搬运，常

常堆积成一条与岸平行的脊状砂质沉积———滩

脊，滩脊的位置即为海岸线位置，一般在干燥的

沙滩下限处，堆积成一条痕迹线。海岸的干燥滩

面光谱反射率较高，在影像上表现为白亮的区

域，滩脊痕迹线处堆积有植物碎屑、杂物等，亮度

较低，海水的光谱反射率较低，含水量较高的沙

滩光谱反射率也较低，在影像上表现略暗。

 基金项目：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基于数字平台分析我国海岸线变迁状况及对策研究”（ＡＯＣＺＤ２０１３０４）；“北戴河及

领近海域岸滩环境整治效果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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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数据获取

序号 数据名 时间段 分辨率／ｍ

１ ＬＴ５１２１０３２１９９０２３１ＢＪＣ００（ＴＭ） １９９０－０８－１９ ３０．０

２ ＬＴ５１２１０３３１９９０２３１ＢＪＣ００（ＴＭ） １９９０－０８－１９ ３０．０

３ ＬＴ５１２１０３２１９９５１４９ＨＡＪ００（ＴＭ） １９９５－０５－２９ ３０．０

４ ＬＴ５１２１０３３１９９５１４９ＨＡＪ００（ＴＭ） １９９５－０５－２９ ３０．０

５ ＳＰＯＴ５２００４０８３０＿ＨＩＳ４３２＿ＨＢ０７（ＳＰＯＴ５） ２００４－０８－３０ ２．５

６ ＳＰＯＴ５２００４０８３０＿ＨＩＳ４３２＿ＨＢ０８（ＳＰＯＴ５） ２００４－０８－３０ ２．５

７ ＧＦ１＿ＷＦＶ１＿Ｅ１２０．０＿Ｎ３９．７＿２０１３１１１８＿Ｌ１Ａ００００１１３０２９（ＧＦ－１） ２０１３－１１－１８ ８．０

８ ｉｍｇ＿ｐｈｒ１ａ＿ｐｍｓ＿２０１３１００５０２５９３１６＿ｓｅｎ＿ｉｐｕ＿２０１３１２２５＿０７１３－００１＿ｒ１ｃ１ ２０１３－１０－０５ ０．５

９ ｉｍｇ＿ｐｈｒ１ａ＿ｐｍｓ＿２０１３１１０７０２５５４９３＿ｓｅｎ＿ｉｐｕ＿２０１３１２２５＿０７２７－００１＿ｒ１ｃ１ ２０１３－１１－０７ ０．５

１０ ｉｍｇ＿ｐｈｒ１ａ＿ｐｍｓ＿２０１３１１０７０２５６１２３＿ｓｅｎ＿ｉｐｕ＿２０１３１２２５＿０７３８－００１＿ｒ１ｃ１ ２０１３－１１－０７ ０．５

１１ ＩＭＧ＿ＰＨＲ１Ｂ＿Ｐ＿２０１３０９０３０２５６４６４＿ＳＥＮ＿６６６３７９１０１－００１＿Ｒ１Ｃ１＿Ｆｕｓｉｏｎ ２０１３－０９－０３ ０．５

１２ ＺＹ３＿ＭＵＸ＿Ｅ１１９．２＿Ｎ３９．４＿２０１２０７２０＿Ｌ１Ａ００００５５８５０６ ２０１２－０７－２０ ６．０

１３ ＺＹ３＿ＴＬＣ＿Ｅ１１９．２＿Ｎ３９．４＿２０１２０７２０＿Ｌ１Ａ００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ＮＡＤ ２０１２－０７－２０ ２．５

１４ ＺＹ３＿ＭＵＸ＿Ｅ１１９．３＿Ｎ３９．８＿２０１２０７２０＿Ｌ１Ａ００００５５８５０５ ２０１２．０７．２０ ６．０

１５ ＺＹ３＿ＴＬＣ＿Ｅ１１９．３＿Ｎ３９．８＿２０１２０７２０＿Ｌ１Ａ００００５５８４３０－ＮＡＤ ２０１２－０７－２０ ２．５

１６ ＺＹ３＿ＭＵＸ＿Ｅ１１９．６＿Ｎ３９．８＿２０１２０９２２＿Ｌ１Ａ００００６９０９７１ ２０１２－０９－２２ ６．０

１７ ＺＹ３＿ＴＬＣ＿Ｅ１１９．６＿Ｎ３９．８＿２０１２０９２２＿Ｌ１Ａ００００６９１０２４－ＮＡＤ ２０１２－０９－２２ ２．５

具有陡崖的砂质海岸一般无滩脊发育，海滩

与基岩岸直接相邻，陡崖有明显的基岩海岸纹理

特征，其影像表现如基岩岸线所述，陡崖下部滩

面长期被海水浸没，含水量高，在影像上显示为

灰色或灰白色，纹理平滑［２］。

（３）粉砂淤泥质岸线。粉砂淤泥质岸线位于

淤泥质海岸上，这种海岸主要由潮汐作用形成，

受上冲流的影响。其特征是：滩面坡度平缓，滩

面宽度可达数千米甚至更宽；向陆一侧植被生长

茂盛；向海一侧植被较为稀疏；裸露潮滩上多有

树枝状潮沟发育。

利用卫星遥感对河道、岸线、沙滩、养殖区等

的整治效果进行监测。

（４）人工岸线。指由防潮堤、防波堤、护坡、

挡浪墙、码头、防潮闸以及道路等挡水（潮）构筑

物。其特征是：水边线平直；人工构筑物多为灰

白色；地物形状规则，多呈线状，或者块状。

（５）河口岸线。河口岸线位置界定原则：河

口具有明确的河口海陆分界线，且无争议，即沿

用现有的河海分界线；以历史习惯线或管理线；

以河口区域的道路、桥梁、防潮闸、海洋功能区划

的边界线；以河口突然展宽处的突出点连线。

处理影像１７景，分别为１９９０年２景、１９９５

年２景，ＳＰＯＴ５数据２景，高分数据１景，资源

三号６景，ＰＬＥＩＤＥＳ４景。由于所获得的影像为

单波段（共７波段），所以处理步骤为：首先进行

了假彩色合成，之后将同一年份的２景假彩色合

成影像进行镶嵌，合并为一景；根据已有地区矢

量与影像进行地理配准，将配准后的影像进行坐

标转换，转换为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坐标系；然后在 Ａｒｃ

Ｃａｔａｌｏｇ中建立数据库进行信息提取，提取出的

要素有岸线、沙滩、港口、河口与养殖区５类；最

后，对提取的信息进行Ｔｏｐｏｌｏｇｙ检查，修改拓扑

错误（图１）。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数据统计

对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１３年４年

的监测结果进行了对比（表２）。由表２可见，从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岸线长度变化不大，在２０１３年为



第１０期 梁超，等：２０年来北戴河岸线变化监测与对策研究 ７１　　　

图１　海岸线提取流程

最长。

表２　岸线长度变化 ｋｍ

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

岸线长度 １３８．９ １３５．９ １６５．７ ２１４．７

３２　２０１２年整治效果监测

２０１２年北戴河及领近海域进行了岸滩环境

整治，通过对２０１２年与２０１３年的遥感影像分析，

有效地保护了沙滩以及河口，河口宽度变化不

大，但港口码头建设面积稍有增加（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２年整治效果

年份 岸线长度／ｋｍ 沙滩面积／ｋｍ２

２０１２ ２２２．４ ３．９８

２０１３ ２１４．７ ３．７９

３３　精度分析

样本是分类精度评价的基本单元，可靠的样

本数据将给计算统计量和进行精度评价提供必

要的基础资料。在有了良好采样方案和可靠样

本数据的基础上，可在精度估计中进行统计量的

选择和分析，以最终获取精度估计的参数，为此

建立了误差矩阵。

采用更高分辨率，ＰＬＥＩＤＥＳ信息为参考图

像予以印证。误差矩阵用来表示精度评价的一

种标准格式，误差矩阵是狀行狀列的矩阵，其中狀

代表类别的数量，一般可表达为狆犻＋ ＝∑
狀

犼＝１

狆犻犼，为

分类所得到的第犻类的总和；狆＋犼 ＝∑
狀

犻＝１

狆犻犼，为实

际观测的第犼的总和。式中，狆为样本总数，狆犻犼是

分类数据类型中第犻类和实测数据类型第犼类所

占的组成成分［３］。

表４中误差矩阵中对角线上列出的是正确

分类的图像的像元数量，最右一列的总和为每类

别在参考图像上的总数量，而底部的总和是每类

别在被评价图上的总数量。

表４　误差矩阵

项目
被评价图像

岸线 沙滩 养殖区 港口码头 河口
总和

参

考

图

像

岸线 ２５ １ ０ ０ ０ ２６

沙滩 ２ ２２ ０ ０ ０ ２４

养殖区 ０ ０ １５ ０ ０ １５

港口码头 ０ ０ ０ ６ ０ ６

河口 ０ ０ ０ ０ ５ ５

总和 ２７ ２３ １５ ６ ５ ７６

进行ｋａｐｐａ分析，即

犽ｈａｔ＝
７６（２５＋２２＋１５＋６＋５）

７６×７６－（２７×２６＋２３×２４＋１５×１５＋６×６＋５×５

－
２７×２６＋２３×２４＋１５×１５＋６×６＋５×５

７６×７６－（２７×２６＋２３×２４＋１５×１５＋６×６＋５×５）

对评价指标不仅考虑到对角线上被正确分

类的像元，而且考虑了不在对角线上各种漏分和

错分的误差，总精度约为９５％。

４　海岸线保护对策

人类活动对海岸带岸线影响强烈，主要为海

洋工程、港口、码头建设、围填海工程造成，由此

也带来巨大的海洋环境压力，因而需要采取有效

的监测与监管措施，保持海洋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

４１　建立海岸线综合管理机制

北戴河海域是我国重要的旅游地区，海岸线

的保护尤为重要，海岸线资源由多种生态系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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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环境结构比较脆弱，易遭到破坏，同时，海岸

线是海洋开发的重要环节，不可避免的受人类活

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管理者应协调各种

利益，建立海岸线综合管理的机制，实现海岸线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４２　加大监测力度

海岸线的变化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巨大，从遥

感监测的情况看，北戴河岸线的人工岸线增加迅

速，随着我国海洋环境天地空一体化立体监测体

系的逐步完善，高分卫星的精细化应用，可对海

岸线进行更为全面的监测，为海岸线综合管理提

供全面且多层次的信息服务。

４３　加大海岸线研究投入力度

应加大北戴河岸线的科学研究，如海陆相互

作用、物质通量和输送循环过程的研究，海岸带

资源环境容量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动力学的研究，

生态系统功能、结构及容量的研究等［４］。通过获

取并积累有关的基础学科的数据和信息，建立基

础资料数据库，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打造坚实的基

础，进一步提升北戴河海岸线问题的研究水平，

探索适于北戴河海岸线综合管理机制，为管理者

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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